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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沉浸式阅读、文
创产品展、教学成果展……4月3日，来自第
十一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重庆文博会”）组委会消息，该博览会将于4
月7日至9日在南坪会展中心举行，为国内
外城市及企业搭建集中展示、交流合作和招
商引资平台。

据介绍，本届重庆文博会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旅游委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以“文化赋能 产业振兴”为主题，上千展商
将携众多好看又好玩的产品亮相，为观众开
启一场别开生面的逛展之旅。

如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将以“凝聚红
岩力量 创新文旅发展”为主题参展，在现场
展示售卖三大主题36个品类百余种文创产品。

其中，“红梅旅行茶具”以德化白瓷烧制
而成，配以红梅花设计凸显产品档次与品质，
既有历史沉淀，又有文化内涵。

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则将携残疾人企业、
残疾人文创展品亮相。展厅以“一起微笑”为
主题，以绿色、橙色为主色调，寓意“和谐、温
暖”，传递了公益助残品牌——“微笑计划”的
残健共融核心理念，号召大众参与到残疾人文
创帮扶计划中，为实现残疾朋友更加美好幸福
的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展厅将展出全市残疾人文创产品、残疾
人获奖作品、残疾匠人故事视频，以及举行残
疾人文艺表演和残疾人花艺、结绳互动体验
活动，并兼具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商务洽谈
等，供观展市民参观、体验。

在本届重庆文博会上，重庆出版集团展
区将展出场景化阅读产品——《太平门》，通
过把书中故事还原到现实场景中，以动人心
弦的现场演绎，引导阅读者主动与故事发生
交互。

展区里，他们高度还原《太平门》故事发
生地“兴隆茶馆”，用古色古香的青砖小瓦、朴
素典雅的木质桌椅、市井街头的吆喝声“复
刻”出川渝老茶馆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读者
可换上剧情中的人物服装，化身百年前心怀
国家大爱的有志之士，体验一段惊心动魄的

革命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门》作为场景化阅

读产品范本，还为教育、娱乐、旅游、乡村振兴
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

“我与世界”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特色办
学成果展也将盛大亮相本次重庆文博会。该
成果展将展示全国各学校开展中外人文交流
的优秀案例，及其使用价值和教育价值。展
馆共展出来自重庆、四川、江苏、广东、宁夏等
地近100所学校的优秀案例，以图片海报、案
例介绍、影片展演等形式，多维度展示各学校
在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领域的教学成果、活
动成果以及科研成果。

展览将充分体现各校办学特色与创造活
力，对加强人文交流理念的教育、传播、实践，
深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沉浸式阅读、文创产品展、教学成果展好看又好玩

重庆文博会4月7日至9日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谭华祥 谭晰宇）“要是在以前，我
这个事今天可能就‘黄’了。通过你们的帮助，我终于把事
办好了。现在政府部门真是想得周到哟！”3月30日，石柱
县冷水镇居民贺春兰办理了身份证换证业务后，返回该县
行政服务中心，对窗口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之前，贺春兰前往户籍地派出所换证，因设备问题无法
办理。她只好前往50多公里外的县城办理，又因办证人数
较多，没有取到当日办理的号。随后，她将遇到的困难向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反映，县行政服务中心积极为其协调，
贺春兰当日便办好了业务。

据了解，为推动“三服务”工作，石柱县创新在县级部
门、各乡镇（街道）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完善办事流程
和路标指向，形成群众和企业事项办理闭环管理，全面推广
现场解决、限时解决、转办解决机制，全面提质增效全面提
升惠民利民、稳企惠企、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干本领和
实际效应。

一是在全县90余个单位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和
“三服务”工作站，将解决问题、回应诉求的端口前移，明
确“首接负责制”，企业、群众有问题，找到任何部门都必
须受理。二是完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系列机制，要求
各级各部门明确专人专职负责“办不成事诉求反映”受理
交办及汇总。三是对基层、企业、群众提出的诉求事项，
办结时长实行打表推进，原则上咨询类事项3个工作日内
办结，非咨询类事项12个工作日内办结。同时，县“三服
务”办定期汇总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反映情况及投诉
办理情况并进行通报。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和‘三服务’工作站，从根本上规
范了办事窗口的工作行为，大大提升了窗口工作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石柱县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优化工作机制，让“办不成事反
映窗口”在常态化“三服务”工作中发挥更大效应。

石柱创新政策助力“三服务”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为居民办好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冲）“星光步道故事多，欢迎你
到东升来。”4月3日，伴随着东升村村歌《旭日东升》在北碚
区柳荫镇东升村东堂唱响，2023“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二讲
开讲。中国乡建院创始人、理事长李昌平教授，以《探索“四
两拨千斤”的乡村振兴模式》为题，分享多年乡村建设实践
经验。

“逆城市化、内循环主导消费升级等趋势存在，因此未
来乡村振兴的重点是激活乡村‘沉默’的资源资产。”李昌平
表示，没有农民群体收入大幅增长和可支配现金流的突破
性增长，乡村振兴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乡村振兴应
该实现在宏观上扩大内需建立内循环，在微观上实现提高
农民生产生活品质，最终提高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

李昌平认为，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必须
突破当下乡村振兴存在村社组织四权（产权、财权、事权、治
权）不统一，自主性低下的组织低效、专业金融机构不适应
村社组织的金融无效，以及组织低效及金融无效导致的产
权无法有效利用三大瓶颈。

“必须以改革总揽乡村振兴之大局，以较小的增量投入
激活农村巨大存量。”李昌平说，这就需要以“内置金融”为
切入口，在乡村建设中“四两拨千斤”。所谓内置金融，就是
在村社组织内部的信贷合作，由政府引导并资助种子资金、
村“两委”主导、村民自愿入股，以合作社的形式为社员提供
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建立后，农民的
承包地、林地等产权，以存款方式存入内置银行，随时都可
以抵押贷款或直接变现。

例如河南郝堂村，政府及村民共建的郝堂村夕阳红养
老资金合作社，采用村社内置金融的模式，让农户的承包
地、房屋等都能“活化”利用，依托养老互助社开展集体建设
用地收储、整理和开发业务。几年时间，村民的收入翻了几
番，郝堂村从贫困村一跃成为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
这种模式不但能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还加强了村“两委”的组织治理能力。

内置金融模式可把农民再组织起来、把三资（农村集体
经济中的资金、资产、资源）再集约经营起来，让农户的承包
地、房宅等都能“活化”利用，推动村社逐步走向“四权统一”
村民共同体，增强村社组织自主性。

通过村社内置金融模式一举两得——金融有效和组
织有效同步实现，进而推动产权、信用、服务等环节实现有
效，以改革创新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盘活乡村“沉
默”资源资产，增加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从而推动乡
村振兴。

中国乡建院创始人、理事长李昌平：

用“内置金融”模式
突破乡村振兴三重“瓶颈”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021年6月
1日傍晚，王红旭百米冲刺，义无反顾，用
生命托举落水儿童，滚滚江水，见证了那悲
壮的一幕。”“护厂十八勇士用满腔的热血
和宝贵的生命，保住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钢
铁厂，实现了迎接重庆解放最庄严的承
诺。”4月3日，由大渡口区委统战部、民盟
大渡口区委会主办，九宫庙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承办的“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
思源故事会在思源公园广场开展。

思源公园内草木繁茂、春风微扬，《用
生命托举希望》《重钢“十八护厂烈士”的英
雄事迹》《忆特园》《张澜先生的陪都往事》
等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各个年代的英雄为祖

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自己
的感人事迹。

“王红旭为什么那么果断、那么义无反
顾地跳下水救人？或许正如他的好友说的

那样：‘作为教师，没办法在听到孩子呼救、
看到孩子挣扎时无动于衷’。”这场故事会让
现场观众个个感触良多，他们说，英雄们未
曾远离，他们的英勇事迹永存于大家心中。

怀念王红旭、重钢“十八护厂烈士”

大渡口举行“我们的节日·清明”故事会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③4月3日上午，丰都县八一广场，
当地师生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篮。

通讯员 熊波 摄/视觉重庆

①4月3日，綦江区妇联干部职工、
区政协妇联界别委员及联系群众中的
党员在纪念碑下重温入党誓词。

通讯员 王京华 摄/视觉重庆

4月3日，临近清明节，重庆各地群
众开展了形式丰富的祭扫活动，缅怀革
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信仰力量。

②4月3日，永川区举行清明公祭活
动。约200名市民参加了现场仪式，线
上超过5万人观看。

（市殡葬管理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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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31日下午，南川区首趟学
生“定制班车”缓缓从水江中学校门口出发，
接学生回家。

当天是星期五，下午两点半，离校的学生
络绎不绝。“定制班车”早已来到学校指定停
车区域等候，车厢内监控、测速设备、行车记
录仪等安全设备一应俱全。在老师带领和民
警指挥下，学生们有序排队乘车。“比坐三轮
车安全多了，也不打挤，而且走出校门口就能
坐。”初三学生王路萍高兴地说。

学生出行是否安全与便捷，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接送
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生和家长。水江中学
家住中桥乡的学生，就因为周五放学后没有
客运班车，只能等着乘坐下午5点半过路的
班车回家，或者选择乘坐机动三轮车回家，安
全得不到保障。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水江公

巡队得知情况后，主动联系渝运集团南川分
公司，针对该问题，专门开设“定制班车”，在
周五学生离校时接送学生返回中桥乡。学校
还统筹安排家住中桥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分
时段集中放学，方便“定制班车”到校接送。

目前，学生“定制班车”共有3辆车，每周

五下午前往水江中学接送学生放学，票价为
5元，有效解决了农村地区学生“接送难”及
安全问题。接下来，南川区还将根据辖区学
校的实际情况，调整“定制班车”的辆数和线
路，保障农村地区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

（南川融媒体中心）

南川“定制班车”温暖学生放学路
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学生接送难题


